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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政府间专家小组的第一期会议的

报告，＠

认识到政府间专家组的结论，连同通过临时基金

各项活动取得的具体进展，将有助于筹资系统的长期

性安排，

又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作出空前的努力，提出 700

多个项目，要求临时基金给予资助，

关切到在 1980 年 3 月 27 日举行的联合国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认捐会议上未曾达到 2.5 亿美

元的议定指标，

深信《维也纳行动纲领乃和大会第34/218号决议为

今后在这个对所有国家都极其重要的领域内达成共同

意见和进行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

1. 关切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

现有的资金远不足以应付发展中国家要求利用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方面已经表明的需要和愿望；

2. 强调保证尊重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大会核可的

《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维也纳行动纲领》的里要

性；

3. 迫切呼吁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

府，提供大量捐款给临时基金，以期尽早达到不少于

2.5 亿美元的议定指标，并向已捐款给临时基金的各

国政府表示感谢。

1980 年 12 月 5 日

笫 83 次全体会议

35/68. 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顺其 1974 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宜官》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S-VI) 号和第 3202

(S-VI) 号决议、 1974 年 12 月 12 日载有《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欢》的第 3281 (XXIX) 号决议和 1975 年 9

月 1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 (S-VII) 

号决议以及根据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

员会就有关粮食和农业的一些问题所协议的结论，＠

又回顾其 1974 年 12 月 17 日第3348 (XXIX)号决

议，其中决定设立世界粮食理事会，作为一个协调机

构，对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在粮食生产、营养、粮食

安全、粮食贸易和粮食援助的政策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方面的顺利协调和贯彻执行给予全面而持续的注意，

进一步回顾世界粮食理事会C马尼拉公报》＠所

载，并经大会 1977 年 12 月 8 日第 32/52 号决议通过

的《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行动纲领》、大会 1978 年 12

月 15 日第 33/90 号决议通过的《世界粮食理事会墨西

哥宣言汃＠以及大会 1979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关于

理事会 1979 年 9 月 3 日至 7 H 在渥太华举行的第五

屈部长级会议工作报告弱的第 34/110 号决议，

念及经济及社会理扛会 1980 年 7 月 24 H 关千世

界粮食理事会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工作报告舍的第

1980/58 号决议，

对国际社会在实现«世界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宣

L,I冷的一般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能令人满意，褒

示关切，

注意到 1980 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

发展中国家在粮食方面的前景比以往甚至更为暗淡，

更注意到世界粮食经济中的不平衡现象日趋严

重，

关切地注意到进口食物对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产生重大影

响，

重申国际社会要克服各地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

＠同上， 0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4 勺>CA/34/34) ，第

一部分，第二节，第 18 段。

＠同上， q第三十二）缸会议，补编第 19 号>CA/32/19) ，第
户部分，第 1 段。

＠同L, 《第飞 f· 勹．．屈会议，补编第 19 \}) (A/33/19 和
Corr.I) ，第一部分，办 1 段。

＠同上， q第千十四）闺会议，补编第 19 号>CA/34/19) 。

＠同」·, q第 :.·I· Ii 屈会议，补编弟 19 兮>(A/35/19) 。

＠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世界粮仓会议报仵，罗 1 伈 1974 年 11 月 5 日至 16 日＞

第 10 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 E.75.11.A. 3) ，第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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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定承诺，而且在这方面需要更有力的国际行动来改

善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特别是在缺少粮食的低收入国

家，

强调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对于

加速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至为重要，这个进程目前已

因保护主义压力的日益加重而受到威胁，

注意到业已缔结一项新的较为妥善的 1980 年«粮

食援助公约》，援助额比过去达到的水平几乎高一倍，

但遗憾的是尚未达到一千万吨的指标，＠

清意地看到发展中国家正加强努力，以更大的决

心，特别是采取综合的国家计划，加速它们的粮食和

农业部门的发展，

1. 欢迎 1980 年 6 月 3 日至 6 日在阿鲁沙举行

的世界粮食理市会第六屈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各项结论

和建议，＠促请各国政府及有关的国际组织密切注意

这些结论和建议的执行情况；

2. 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世界粮

食理事会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提供的优良设备和热情款

待，褒示赞赏和感谢；

3. 促请粮食不足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按照其国家

发展方案和优先次序、实施可以大量增加全国粮食和

农业生产的措施；

4. 确认克服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责任应由国际社

会共同负担，而目前的行动应着重于粮食生产不足的

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又确认解决粮食问题首先需

要发展中国家作出果决的行动，而在这方面它们需要

国际社会更多的支助；

5. 促请各国尤其是那些粮食进口逆差严重并 H

趋扩大的国家，继续落实其粮食生产政策，并在其通

盘国家发展目标和优先事项的范围内，斟酌本国情况

和需要，对这些政策作出修订；

6. 喃认世界粮食理事会制定的粮食部门战略的

作用，认为它是帮助有关的发展中国家通盘解决粮食

＠参石（（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屈会议，补编第 19 号》

(A 135'19），给一部分，第 32 段，（（公约}个文见 TD /WHF:A T.6/ 

13 。

＠同上，第一部分。

增产问题、改善消费情况、吸引更多必要的国际资源

的一个办法；

7. 促请国际社会增加技术援助和资本援助，支

持发展中国家本国增加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努力，特别

是支持有关的发展中国家业已采用的粮食部门战略；

同时考虑到不应以粮食部门战略的存在与否作为提供

发展援助的先决条件；

8. 愚切促请发达国家、国际机构和其他有能力

提供发展援助的各方面大量增加它们对粮食部门的优

惠援助，以期协助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达到年

增长率百分之四的商定指标，并］如世界粮食理事会

«马尼拉公报》中所载的《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行动纲

领》中指出的，所需外来援助以 1975 年价格计算，估

计约为 83 亿美元，其中 65 亿美元为优惠援助；

9. 赞扬世界粮负理 '}i 会吁请各国和各因际机构

特别紧急地向 l1 前正严重缺粮的非洲国家提供额外粮

食援助，并赞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

划署迅速采取行动，召开捐助国和发展及援助机构特

别会议来审查这个情况，以便向该地区提供更多的紧

急援助；

10. 促请发达捐助国和其他捐助国以及国际金

融机构根据它们对于实现无饥饿世界的承诺，支持有

关的发展中国家斟酌情况在其本国计划和政策以及本

国粮食战略的范围内发起或扩大其粮食配给方案的努

力，并希望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报告＠

第 30 和 31 段所设想的协商能够取得成果；

11. 对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有所增加以致影响了

整个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减少了发展中国家

的出口机会，影响了它们的经济潜力，削弱了它们进

口所衙粮食的能力，亵示关切，因此敦促所打国家尽

最大的努力防止保护主义政策扩张；

12. 要求在 1980 年《粮食援助公约》于 1981 年

6 月 30 日到期时立即延长该«公约»'并强烈牧促尽

力争取新的捐助者和提，闷现打捐助者所承诺的援助水

平，以期在 198] 年什中延长该＂公约》时能切实保证

即使在价格商涨和粮食短缺的时候，也有绝对不少于

一千万吨的援助阰

13. 欢迎世界粮食理书会在其报告笫 34 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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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的倡议，即在其下一

届会议上研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将国际紧

段＠中作的时吁，即依照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理事会的

建议补充该基金的资源，使它达到足以切实执行其

急粮食储备作为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的主题的 业务活动的水平。

提议；

14. 强调急需缔结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六届部长

级会议报告＠第 37 和第 38 段中提到的一项新的国际

小麦协定；

15. 戛求如世界粮食理事会报告第 40 段＠中所

述，由理事会秘书处同各有关机构合作，进一步探讨

制订一种粮食危机应急认捐安排的各种可能办法，其

中除其他事项外，要考虑到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设立

的特设工作组的工作；

16. 欢迎世界粮食理事会提出的要求，即请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考虑是否可以在其供资办法的范围内，

向低收入的缺粮国家提供额外国际收支援助，以应付

它们在粮食进口方面增加的费用，并欢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理事会临时委员会决定敦促其执行董事会迅速

审议这个问题；

17. 蕴议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步骤，立即执行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979年 6 月 1 日通过的关于国际

粮食贸易的第 105CV) 号决议；吵

18. 确认需要在贸易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粮食情

况的影响这个较广泛的范围内，研究可以促进在较为

平衡的区域分布上增加粮食生产和贸易的措施；

19.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在解决农产品国际贸易

上长期存在的间题方面，只获得了有限的进展，这些

间题对出口，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不利的

1980 年 12 月 5 日

第 83 次全体会议

35/69. 非洲的粮食和农业情况

大会，

关切地注意到过去二十年间，非洲粮食和农业情

况急剧恶化，导致国民平均粮食产量下降，饮食平均

标准降低，低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标准，

回顾其］ 971 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让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VI) 和 3202

(S--VI) 号决议、 1974 年 12 月 12 日载有《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决议，和 1975 年

9 月］ 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 CS-VII) 

号决议，

又回顾 1974 年 11 月 5 H 至 16 日在罗马举行的

世界粮食会议的各项有关决定和建议，＠

严重关切 H 前影响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粮食短缺

紧急情况，

特别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0 年 7 月 24 日关

于世界粮食理 1过会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工作报告＠的

第 1980/58 号决议，

影响，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可对改善总的世界粮食 考虑到第勹十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通过
生产情况作出重大贡献； 的关于非洲粮仓情况及衣业展望的各项决定中所表示

20. 遭议世界粮食理事会，根据它的职责，经常

注意粮食贸易对世界粮食生产水平的影响，特别注意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并尽量利用联合国系统内

各个机构和组织所应提供的必要投入；

21. 全力支持世界粮食理事会在其报告第 21-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五届会议），第一

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ll.D.14),

第一部分， A 节。

的严吭关切，面

礁认珀加粮食和农业生产的责任主要是在发展中

函参石《 Itt: 界粕 fr 会议的报告，罗刃， 1974 年 11 月 5 日至

16 11 »（联合 1 叶出版物，出仆，品编\}, E.75.11.A.3) ，第二萃。

如人会止式记求，奶． 1·1LMi 会议，补编第 19 9> (A/
35/19) 。

＠参行联合 I叶粮仅及农业组织， q粮农组织大会报告，第二

十屈会议，罗办， 1979“1 11 月 10 11 至 28 11> (C.79/REP 和
Corr. 2 号文什）。


